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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王维《江干雪霁图卷》（局部）

□张家康

西晋周处《风土记》记载：“以重
阳相会，登山饮菊花酒，谓之登高
会，又云茱萸会。”文人墨客会在这
一天登上高山，“引吟载酒，须尽一
生之兴”。他们因此留下了许多关于
重阳的诗词歌赋，但最为著名且传
诵至今不衰的，还是这首《九月九日
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
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
插茱萸少一人。”今逢重阳，我们不
由得再次想到这首诗的作者——
诗、书、画、乐皆造诣精深的王维。

文章得名

王维（公元 701 年~公元 761
年），字摩诘，蒲州（今运城市）人。他
年少时就聪明过人、才华早显，二十
一岁中进士，由于精通音律，做了太
乐丞。王维任太乐丞期间，为负责音
乐、舞蹈的教习，因为伶人私自表演
只能给皇帝看的黄狮子舞，犯了大
不敬罪，王维受到牵连，被贬到济
州，做了司仓参军。后来，在张九龄
任相时，才被召回京，做了右拾遗，
那年王维三十三岁。可没过多久，张
九龄罢相免官，朝廷大权落到奸相
李林甫手中。王维再受牵连，被贬到
凉州。后历任河西节度使判官、监察
御史、库部郎中、太子中允等，官终
尚书右丞，正四品，世称“王右丞”。

王维入仕为官，胸怀报国的理
想，他的《少年行四首》中有：“出身
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
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一
个满腔热血、舍身报国的形象，栩栩
如生地呈现在眼前。

王维以诗名著称于开元、天宝
年间，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他
游宦两都时，“凡诸王、驸马、豪右、
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
王待之如师友”。天宝十五年，安史
乱军攻陷长安，王维被关押在菩提
寺，他曾服药假称患病。但是，安禄
山仍仰仗他的名气，硬授予他伪职。

长安收复后，王维因附逆罪名
被追责，幸亏一首诗救了他一命。那
是安禄山占领长安后，乱军以刀刃
相逼梨园弟子作乐，其中有一伶人
因不愿演奏而被叛军活活肢解。王
维听说后有感而发，作诗二首，其中
一首七绝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
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
碧池头奏管弦。”

诗有悲悼往昔、思念朝廷、期盼
恢复旧日秩序的意思，再加上弟弟
王缙愿意削职为他赎罪，王维这才
免于一死，责授太子中允。王缙没有
被削职，只是被谪到蜀州为刺史。上
元元年夏，王维任尚书右丞，这是他
一生当得最大的官。次年春，他给朝
廷上《责躬荐弟表》，请求削去自己
的官职，放归田园，以换取弟弟王缙
返回京师。文中说：“两人又俱白首，
一别恐隔黄泉。”言辞恳切，令人动
容。朝廷念及兄弟情深，况且王缙也
是个人才，不久即准予其返回长安。

思亲送别

王维是位早熟的作家，这首《九
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是他十七岁时
的作品。千百年来，人们在作客他
乡、思亲念旧时，每每想到的就是这
首诗。王维家在华山之东，故而诗题

“忆山东兄弟”。帝都长安繁华热闹，茫
茫人海中的少年王维却是个人生地不
熟的孤身客。这里的风土人情、语言习
惯，与华山之东的家乡差异太大，使他
感到那么的陌生和孤怜。这种感受只
能用“独”和连用两个“异”字，方能表
述得淋漓尽致。

据《风土记》记载：“九月九日折茱
萸以插头，辟除恶气，以御初寒。”到了
唐代，此俗盛行。登高插茱萸，王维想
到了什么呢？远方的兄弟们一定会因
发现遍插茱萸的兄弟们之中少了我王
维，而感到缺憾。不写自己的缺憾而写
远方亲人的缺憾，可谓曲折有致而又
合乎常情。

除了《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王
维还有很多思亲送别的作品，具有同
样的艺术魅力，给我们同样留下了永
久的艺术享受。

如《春中田园作》：“屋上春鸠鸣，
村边杏花白。持斧伐远扬，荷锄觇泉
脉。归燕识故巢，旧人看新历。临觞忽
不御，惆怅远行客。”春天的景象是那
么的生机盎然、富有活力，生活是那么
的美好、令人陶醉。端起酒杯本想畅
饮，可又忽然停住了，想到远在他乡作
客的人，顿时为之惋惜和惆怅。

又如《山中送别》：“山中相送罢，
日暮掩柴扉。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
归。”和许多送别诗不同的是，王维不
写离亭饯别，而是写送别回家后的思
念之情。行人已去，日暮掩扉，离思别
绪仍是挥之不去。来年春草又绿的时
候，离别的客人你还回来吗？如此作
问，可谓匠心独运。

诗中有画

王维的诗擅用绘画的手法，把自
然景象融入他的诗中。如那首《使至塞
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
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
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把塞外奇特壮丽的风光，以开阔的画
面、雄浑的意境，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里说：“‘大
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
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

‘圆’字太俗。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了
这景的。要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竟
再找不出两个字来……诗的好处，有
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
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
的。”

再如《积雨辋川庄作》：“积雨空林

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菑。漠漠水田飞
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山中习静观朝
槿，松下清斋折露葵。野老与人争席
罢，海鸥何事更相疑。”白鹭黄鹂，色彩
鲜明。白鹭飞行，黄鹂鸣啭，动静相宜。
水田漠漠，夏木阴阴。诗人把积雨天的
辋川庄写得色彩淡雅，宛若一段画意
盎然的小视频。

辋川是陕西蓝田县南的一条溪
流，王维一生的不少时光是在这里度
过。他与好友裴迪整日登山涉水、饮酒
赋诗，过着悠闲清静的日子，也创作了
较多的山水田园诗作。这些诗采用构
图、透视等绘画技巧，用音响、运动等
艺术表现特点，显示出“诗中有画”的
意境美。如：“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
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画中有诗

苏轼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
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是对王维
的诗和画颇为精准的评价。王维自己
也说：“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我
的前世可能是位不怎么样的诗人，但
应该是位还不错的画家，可见王维对
自己的画有多么的自信。

王维确实是位艺术天才，能诗、工
画、精通音律。《旧唐书·王维传》说：

“人有得奏乐图，不知其名，维视之曰：
‘《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好事者集
乐工按之，一无差，咸服其精思。”唐玄
宗李隆基音乐造诣精深，如果王维没
有颇高的艺术修养，不可能被授予太
乐丞的官职。

尽管王维存世的画作不多，只留
存《江干雪霁图》等几幅，但仅从这几
幅作品中也足以领略到他作画的水
准。“画中有诗”是王维最典型的特点，
他的画作不仅是水墨的浓淡相宜，也
是诗意清新和流畅的表达。

《新唐书·王维传》说王维“画思入
神，至山水平远，云势石色，绘工以为
天机所到，学者不及也”，他所创作的
作品，是通过水墨的浓淡，表现山水田
园旖旎婀娜的风光。他开创的以水墨
的浓淡渲染山水，独具神韵，与着色山
水的画法有别，更为朴素淡远、韵味高
清。

王维的画到了宋代，越来越为人
们所推重。《宣和画谱》说王维的画“后
世推重，亦云维所画不下吴道玄也”，
吴道玄就是吴道子，是唐代最为著名
的画家之一。《宣和画谱》说王维的画，
已经可以与吴道子比肩，可见推崇之
高。

苏轼在《王维吴道子画》中曰：“摩
诘本诗老，佩芷袭芳荪。今观此壁画，
亦若其诗清且敦……吴生虽妙绝，犹
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
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
衽无间言。”苏轼认为，王维本是一位
大诗人，他的诗如香草般秀美芬芳，现
在看他的壁画，也如同欣赏他的诗一
样清雅朴实。在苏轼看来，吴道子是高
明的画工，而王维的画则形神兼备，物
与神游。

到了明代，经书画大家董其昌的
推崇，人们从艺术流派及风格上进行
探讨，更是肯定了王维的绘画成就，并
确定王维是南宗画派的创始者。南宗
画派也就是文人水墨山水画派，注重
笔墨意境的表现，强调诗情画意。董其
昌之推崇王维，对后人的影响颇大，中
国的水墨山水画由此逐渐兴盛，自成
一派。

（《天津日报》）

□谈宜斌

“风摇垂枝花似雪，黄河下游山楂多；霜染
蜡叶红果熟，长城内外遍山野。”这首诗，形象逼
真地描写了中国北方，尤其长城内外，山楂成熟
的美丽景象。

山楂，系蔷薇科植物山楂和野山楂果实，别
名有棠朹子、山梨、酸楂、映山红果、胭脂果等。
全世界共有山楂属植物近1000种，原产中国的
有17种，遍布各地，首推山里红、大果山楂、辽
山楂、陕西山楂等，果大、肉厚、品质佳。医学
上，又称北方产的为北山楂，南方产的为南山
楂。也有的称人工培育的为北山楂，野生的为
南山楂。

我国食用山楂有着悠久历史。早在 2000
多年前，郭璞研究注解的《尔雅》道：“树如梅，其
子大如指头，赤色似小奈，可食。此即山楂也。”
这可能是最早的文字记载。随后《唐本草》《日
用本草》《神农本草经集注》《本草图经》等都有
记载。《本草纲目》形象描述：“其类有二种，皆生
山中。一种小者，山人呼为棠朹子、茅楂、猴楂，
可入药用……一种大者，山人呼为羊朹子。树
高丈余，花叶皆同，但实稍大而色黄绿，皮涩肉
虚为异尔。初甚酸涩，经霜乃可食。”

山楂含有多种营养和药用物质。经抽样分
析，每百克鲜果含蛋白质0.7克、脂肪0.2克、糖
类22.1克、钙68毫克、磷20毫克、铁2.1毫克、
钾289毫克和胡萝卜素0.82毫克等。还含有山
楂酸、酒石酸、枸橼酸、黄酮类等多种化学成分，
以及果胶和红色素。其中，钙含量名列多种水
果之首，维生素C含量仅次于红枣和猕猴桃，胡
萝卜素含量也高于许多水果。

据统计，在常用中成药中，以山楂为主药材
制成的有49种，其中丸、散剂46种，片剂3种。
利于消食化积、生津开胃、活血化瘀、抗菌消炎、
收敛止痢、降低血脂和血压等。

（《科普时报》）

药食兼用说山楂

□杨民仆

提到秋天，我们常想到“一叶知秋”。唐人有
诗：“山僧不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一
叶”开始只是泛指，并不特指哪种树叶，后来渐
渐专指“梧桐叶”。那为什么是“梧桐报秋”呢？

梧桐与秋天相联系，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
战国时期楚国人宋玉《九辩》云：“皇天平分四时
兮，窃独悲此凛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离披此
梧楸。”上天将一年四季平分，而我悄然独自悲
叹寒秋。白露已经降临百草之上，衰黄的树叶飘
离梧桐和楸树的枝头。

后世文人常用“梧楸”来写秋天来临。如南
朝梁代鲍泉的“露色已成霜，梧楸欲半黄”，唐代
李白的“秋叶黄梧桐”“秋色老梧桐”，王昌龄的

“金井梧桐秋叶黄”，都通过梧桐叶的变黄写出
时序的变化。

为什么以梧桐报秋呢？古人认为梧桐极有
灵性，在草木中对时序、物候十分敏感。可见梧
桐落叶被当作秋天的起点，也成为文人笔下表
达时光流逝的意象。 （《青岛日报》）

“一叶知秋”是什么叶

九 九 重 阳 说 王 维


